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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飞
通讯员 胡思江 淳杰

植树节前夕，武警上海总队
执勤第二支队驻崇明官兵前往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与当地群众
一道挥锹种树，为这座生态岛再
添新绿。

“扎根崇明铸忠诚利剑，巡
弋瀛洲做海岛卫士。”伴着嘹亮、

清脆的口号声，官兵迈着整齐的
步伐穿行于林间，和煦的阳光透
过树叶， 洒下参差斑驳的光影，

官兵身着橄榄绿，与眼前的这片
绿意紧密相融。

“这片水杉树是官兵在 30

多年前种下的。” 执勤一大队教
导员耿宏辉表示， 自从 1989 年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旅游景
点对外开放以来，官兵每年都会
来到这里栽种树苗。

如今，崇明的森林覆盖率已
达 30.05%，2021 年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也将在崇明举行，东
平国家森林公园凭借醇厚的杉
林基底成为花博会的南部展示
区。 经过紧锣密鼓的改造建设，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改造提质工
程已进入收尾阶段，不少园艺工
人正在抓紧布设花草，为先期的
地方花卉展做准备。

就在公园前方的一片空地
上，“迎花博·展花梦”的横幅赫然醒目，官兵选择将
空地作为树苗栽种点。“挖出的表土和下层土要分
开堆放，在栽植时先填表土，再填下层土……”入伍
9年来，秦善良积极加入中队生态文明宣传队，每年
都参与植树节活动。对于栽种树苗，他颇有心得，还
总结出一套口诀：一垫松土，二提树干，三埋填平，

四踩实土。只见他挥起铁锹，用力向下铲，给一旁的
列兵讲解示范， 不到 3 分钟就挖出一个标准的土
坑。大学生列兵宋太军兴致勃勃，在一旁照着动作
要领忙活起来，秦善良接着单个指导，纠正动作。

活动现场，鲜艳的队旗飘摇招展，官兵和当地
志愿者喊起劳动号子，个个干劲十足。挥锹铲土，培
实新土，堆起围堰，提桶浇水……大家有序分工、相
互合作，流程衔接紧密。经过大家 3 个多小时的努
力，近百株树苗昂首挺胸、傲然挺立，在明媚的春光
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为花博园区增添了新的活力。

看着眼前的成果，官兵们感到每一滴汗水的付
出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战士陈嘉绵不禁感叹：“能
亲手为‘第二故乡’添一抹新绿，在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的同时，许下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景，希望自己今后
也能和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走好军旅人生路。”

栽下一片绿，献出一份情。驻崇武警官兵坚持把
参加地方义务植树造林、 推进生态岛建设作为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为建设美丽上海、构建美丽崇明
贡献一份力量。“这里的环境越来越美， 我们履职尽
责更有动力！”执勤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方舟辉发出由
衷感慨。随着花博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官兵也铆足
了干劲，多措并举准备各项执勤工作，提升整体战斗
水平，做到随时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武警上海总队大抓新一年度军事训练，锤炼官兵能打仗、打胜仗战斗素养

初春“硝烟”起，实战化训练火力全开
■本报记者 曹飞 通讯员 胡佳丰 陈乾根

申城初春，玉兰花开。佘山脚下，武警上海
总队某部野营拉练的队伍浩浩荡荡， 官兵全副
武装徒步急行军， 全力以赴奔向终点……这是
武警上海总队新年大抓实战化训练的一个场
景。新春开训以来，该总队坚持以战领训、以战
促训，掀起群众性大练兵热潮，有效锤炼了官兵
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素养。

队伍“龙头”带起来
密林深处，行军队伍刚奔袭通过 300余米

的染毒地带，又接“敌情”通报：“3 名‘暴恐分
子’杀伤群众后逃窜至某废弃民宅，命令你部
采取急行军方式迅速赶往处置。”接到命令后，

官兵们迅速前往“暴恐分子”藏匿地展开行动。

狙击手迅速占据制高点，无人机抵近观察，

突击队员从两侧迂回包抄。藏匿于房间内的“暴
恐分子”企图使用手中武器射击突围，突击队员
迅速利用掩体进行还击， 经过一番激战，“暴恐
分子”被全数歼灭。刚处置完“险情”，指挥组又
命令行军编队立即转入 20公里徒步行军。

训强部队先要练强机关。该总队负责人直
言不讳：过去机关干部“能筹划、会材料；能办
事、会协调；能领悟、会服务”就算优秀，如今，

机关干部素质如何，关键要看指挥打仗的能力
强不强。

“这些拉练内容，跟我分管的业务有啥关
系？”实兵对抗演练中，保障部助理员田亚飞起
初心里有些纠结。 田亚飞负责部队的被装保
障，可这次训练中的课目设置，被装保障的内
容并不突出。他有些纳闷：机关干部岗位不同，

职能也不同， 干吗非得让管财务的练标图、管
被装的用指南针？ 在随后开展的要素演练中，

田亚飞因未能准确在图上标注指挥所位置，被
“蓝军”突袭，全军覆没。这次失败，让他深受触
动，“指挥打仗不是参谋部的专利。尽管各有分
工、岗位不同，但首长机关最终的任务只有一
个，那就是指挥打仗！”

新年训练，不争“彩头”，先补“短板”。“首
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指挥链条上
的重要环节，人人必须聚焦打仗、练强指挥。”

武警上海总队党委在审定训练方案初始就明
确要求，无论是师团领导，还是普通参谋干事，

都必须围绕指挥打仗最管用、 履行职能最需
要、能力素质最欠缺问题进行演练。

战场“硝烟”浓起来
两声枪响过后，子弹击中山石，顿时火花

四射……考核现场，机动中队战士余威一拍大
腿， 叹了口气：“崎岖小路上乘车射击， 当兵 7

年还第一次这么练。”来不及多想，余威又一次

屏息调整状态，伺机第二次击发。

在该总队最近开展的极限训练中，射击课
目让不少参训官兵直呼意外。 谁都没想到，此
番射击作业选择的场地，时而在颠簸疾行的车
上，时而在浅滩突进的皮艇中，打了众人一个
措手不及。“这还不算啥，射击采用的目标靶也
不再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固定胸环靶，而是磨炼
眼力、考验判断力的人形实体靶……”最终，考
核结果出炉，许多过去屡拿高分的射击尖子首
次尝到低分的滋味。

训练与实战，很难画等号，特别是对长期
处于和平年代的青年官兵来说，训练与实战就
像一座山，隔开了二者间的距离。“和平时代的
大上海，哪有什么‘恐怖分子’？训练中如此折
腾，也难免太夸张了吧？”面对训练的种种“危
情”， 机动一支队三中队战士王威俊感到十分
不解。

“越是霓虹灯闪烁处，越要闻到硝烟味儿。

只有这样，军魂才能不散，兵形才能不走样，战
威才能永振。” 武警上海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训练内容滞后，训练方式再科学、训练要求再严
格，生成的战斗力也与实战需要风马牛不相及。

平时不能险中求胜， 上了战场难免吃败

仗。新年以来，该总队坚持向战斗力聚焦、与实
战化对表，高难险课目训练越来越多。通过组
织紧急出动、捕歼战斗、反恐怖、反劫持等多个
实战化课目演练，强化“贴近侦察、隐蔽接敌”

等专业课目的训练力度，以随机导调的形式设
危局、造险情、出难题，迫使指战员在“谋略”上
下功夫、在“应变”上做文章、在“决断”上练胆
识，切实把部队锻造成制胜的铁拳尖刀。

训练“水分”挤出来
“当东监墙发生犯人脱逃时，按照 1号方案

进行处置……” 在执勤三支队某中队作战勤务
值班室，依托“智慧磐石”工程的现代化执勤设
施，副中队长李缘申熟练地进行指挥推演训练。

一旁负责训练督查的作训科长周冬打断
了训练进程，“犯人只会从东监墙脱逃吗？南监
墙、北监墙就固若金汤吗？这种固化的思维惰
性让训练成效打了大折扣。”与此同时，为了片
面追求防暴弹投掷的距离米数，少数官兵训练
时不按规定着装、人为减少携行装备。有的官
兵战术动作、擒敌训练“仅作表示”的现象还时
有发生……

血性十足的官兵是练出来的，英勇善战的

部队是打出来的。 不祛除官兵心中的娇气、挤
出训练中的水分，如何锤炼过硬作风，锻造敢
吃苦、迎难上的坚韧品质？又如何为技能训练
奠定基础、锻造未来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寒锋利
刃？平时训练打折扣，战时怎能打得赢？

“训练必须挤干水分、紧贴实战，坚持从严
从难，决不能让‘娇气’毁了‘胆气’。”支队长高
光的话给众人敲响了警钟。

为此，该支队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阶
段性总结回顾和检讨反思， 研究制定整改对
策，从深化思想认识、盯住关键环节、突出训练
重点、纠正训练作风等方面，对大练兵活动进
行整体指导。为真正挤干训练中的水分、排除
虚光，他们还严格落实训练标准，结合本单位
任务特点，梳理形成涵盖 8个方面 105条训练
规范的《实战化军事训练刚性落实清单》，要求
官兵逐一对照、严格落实，确保各项训练标准
不降、难度不减。

训练实打实，战场才能打得赢。现如今，在
武警上海总队一座座军营训练场上，一幅幅生
龙活虎的练兵场景映入眼帘。一个个英勇的武
警战士正在训练场上百炼成钢，守卫着申城大
地的安宁。

▲特战队员利用郊野地形伪装隐蔽射击。 韩玉祥 摄
荨特战队员进行攀登训练。 刘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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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上万亿美元，670万民众流离失所，外部力量博弈导致僵局持续

叙利亚危机十周年，和平之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安峥

3 月 15 日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十周年。10

年前，叙利亚政局出现动荡，最终演变成旷日
持久的地区混战。10年后的今天， 叙利亚战争
留下的废墟残破如昨， 萧索中看不到早春迹
象。叙利亚《祖国报》近日盘点称：10年动荡造
成经济损失达上万亿美元，670万民众流离失
所，逾千万民众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人们想知
道，这场危机何时才能走到终点？叙利亚和平
路在何方？

“最大的小国”

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此前人口约 2450

万。但它却因独特的战略位置和地区影响而被
称为“最大的小国”，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

“过去 10年，叙利亚危机跌宕起伏。”中国
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指出，2011年初，

所谓“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地区，叙利亚进入
内乱、战乱阶段，形成了反对派与政府军对峙
的局面。 一些地区和域外大国也卷入其中。战
乱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国内因素，也
有外部势力插手。不可否认，一些西方势力直
接插手叙利亚内乱、支持反对派是局势恶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过去 10年，叙利亚民众陷入水
深火热，基础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
发展倒退几十年，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造成
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国
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也指出， 叙利亚危机
最初并不是内战， 最开始只是南部城市德拉
的抗议活动。之所以会酿成危机，缘于内外多
重原因。

“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叙利亚政府经过一
段时间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国内政局不稳的问
题。”中国前驻阿拉伯国家大使安惠侯指出，但
当时，外部势力干涉得很厉害。一是，美国时任
总统奥巴马公开宣布巴沙尔丧失总统资格，给
予反对派极大鼓舞和支持；二是，一些海湾阿
拉伯国家不仅舆论上支持反对派，行动上也出
钱出枪，最终酿成内战。

回不去的“家”

3月中旬， 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65

岁的哈迪·古松在自家被炸毁的房屋前驻足。

“我在这里曾度过美好的时光， 可现在我的未
来是灰暗的。”古松退休前是一名英语老师，家
住老城哈米迪亚区，战前和妻子及两个女儿过
着体面的生活。过去 10年里，古松一家人换过

7次住所，当战事缓和后他回到原来的家时，那
幢四层居民楼千疮百孔， 钢筋水泥裸露在外，

碎石瓦砾散落一地。大风扬起沙尘，古松不知
道，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回家”。

“叙利亚现在百废待兴。”刘中民指出，整
个国家的基础性设施遭毁灭性破坏，外界估计
重建大约要 2500亿美元，相当于战前叙利亚 4

年的 GDP。与此同时，叙利亚难民问题严重，整
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大面积流失。再加上疫
情冲击，令经济重建雪上加霜。

一些年逾古稀的叙利亚人说，他们不奢望
有生之年看到家园变回昔日的繁荣，只希望下
一代人可以回到这里，过上安定的生活。据联
合国难民署统计，危机爆发以来，600多万人在
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近 560万民众离开叙利
亚，成为登记难民，总数占叙利亚战前总人口
的一半。

而对于另一些叙利亚人来说，可能“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已经有至少 38 万叙

利亚人在战火中失去生命， 其中有政府军士
兵、反对派武装人员，以及叙利亚普通民众。在
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战火中幸存的底层民众
正在为温饱挣扎。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面饼每
包售价至少 1000叙利亚镑（约人民币 5.1元），

而收入可观的叙利亚公务员人均月工资还不
到 60000叙利亚镑（约人民币 310元），打工族
的状况可想而知。

“看不见的大手”

几位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叙利亚危机长期
僵持，主要原因是外部力量的博弈碰撞。

安惠侯指出，目前左右叙利亚局势的大致
有三股力量：俄罗斯—伊朗—叙政府、美国—

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反对派（叙自由军）。其
中，“俄伊叙”阵营实力较强，占叙国土面积约
60%；“土反”阵营实力较弱，占叙国土面积约
10%；“美库”阵营占叙国土面积约 25%，控制
着东北部油田，但处境相对孤立，土耳其不满

美国支持库尔德势力，叙政府指责美军侵犯叙
主权。上述国家之所以都想卷入，既因为叙利
亚战略地位重要，也因为中东整体处于伊斯兰
逊尼派和什叶派两股力量对峙状态。美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都以打击什叶派为主要目标；土耳
其、俄罗斯等国也在谋求自身在叙利亚地区的
利益。

刘中民指出， 美俄矛盾处于僵持状态；地
区国家，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各怀心
事；“伊斯兰国”在一片乱局中趁机坐大。

解晓岩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外部力量介
入叙利亚危机的情况各有不同。 一种情况是，

俄罗斯等应叙利亚政府邀请， 进行军事介入，

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势力。俄军在打击“伊斯
兰国”“支持阵线”以及叙国内其他恐怖组织方
面做出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另一种情
况是，一些外部势力未经叙政府同意，擅自进
入叙利亚国土， 支持当地反对派及其武装。这
种干预行动使得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升级，局势
进一步恶化。

3月 13 日，叙利亚
养鸽人阿卜杜勒－哈米
德·哈纳在位于拉卡的
家中屋顶放飞鸽子。

2021 年 3 月 15

日，叙利亚危机爆发十
周年。据联合国难民署
统计， 危机爆发以来，

60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
内流离失所。

新华社 发

政治解决是大方向
■本报记者 安峥

放在中东的大棋盘里， 叙利亚 10 年
危机也是整个地区矛盾复杂、斗争激烈的
缩影。

“各方打打谈谈，反反复复，叙利亚和平
之路注定艰难曲折。未来的解决过程中需要
注意三点。”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
岩指出。

一是坚持政治解决。这是国际社会的共
识，也是中方一直努力的方向。中方始终坚
持政治解决，积极劝和促谈，同有关各方保
持沟通协调，参与国际促和努力，多次提出
有关倡议和主张， 希望找到为各方所接受、

符合叙利亚国情、符合叙利亚国家利益的解
决方案。

各方应在尊重叙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的基础上， 积极务实推进包容性政治对话。

只要各方能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逐步凝
聚共识，持续不断推进政治进程，最终总可
以化解危机。

二是反恐不可松懈。“伊斯兰国” 从组
织上已被摧毁， 但零散的恐怖分子仍然存
在， 恐怖极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并没有被彻
底铲除。 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仍龟缩着一
些极端分子，继续发动恐怖袭击，反恐仍然
任重道远。

反恐不能有双重多重标准，中方希望国
际社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加强协作，坚决
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直到恐
怖分子在叙境内被彻底剿灭。

三是稳步开展叙利亚经济重建。 反恐
不光是通过军事手段，也需要标本兼治，综
合施策。

发展经济、 加大加快民生项目建设，不
仅有利于叙利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同时也
是防止极端思想滋生的有效办法。国际社会
应重视并支持叙利亚开展重建工作。

“只有当外部势力停止干涉，叙民众在
巴沙尔政府领导下展开谈判，政治解决才有
可能实现。” 中国前驻阿拉伯国家大使安惠
侯说， 眼下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仍不明朗，

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热点可能仍会僵持一段
时间。

早春三月，枕着战火、咽下眼泪，叙利亚
人正在等待他们“真正的春天”。


